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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少年体适能行业“造血”
市青体协完善申城青少年健康促进体系

本版图文 本报记者 李一平

青少年是最适合开发体育兴趣的
阶段，但对于青少年来说，由于身体未
充分生长发育，不适合练习对力量、速
度要求较高的体育专项技能，于是“儿
童青少年体适能”的概念就应运而生。
作为评价健康的一个综合指标，体适
能是指机体有效与高效执行自身机能
的能力，也是机体适应环境（包括自然
环境与心理环境）的一种能力。近日，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推出了2021年
首期儿童青少年体适能教练员培训，
获得了不少体育从业者的热烈反响。
为规范从事体育指导的经营性体

育设施经营者的服务行为，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市体育局今年2月份发布
了《上海市从事体育指导的经营者专
业指导人员配备的若干规定（征求意
见稿）》，为消费者提供体育健身指导
和体育技能培训服务的经营单位，必

须配备专业指导人员。
2018年起，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

会推出了儿童青少年体适能教练员培
训。通过加强青少年体育社会机构师
资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让申城
青少年和家长有更多优质、放心的选
择。据了解，通过课程取得的儿童青少
年体适能教练员资质证书已经过备
案，可作为青少年体适能领域体育健
身指导、体育技能培训服务专业指导
人员资质证明。
本次儿童青少年体适能教练员课

程通过理论知识梳理和讨论，训练逻
辑和生物能学、生物力学、运动心理
学、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训练计划设
计等方面的系统讲解，为学员搭建最
基本的青少年体适能训练方面所必需
的理论知识架构；通过不同等级水平
的训练方法实操，使学员更直观地理
解和学习到青少年体适能训练领域最
为有效、科学的运动技能，同时具备趣

味性和心理学建设的训练方法。
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教练员可以

不断完善和提高体适能方面的专业水
准，及时获得国际最前沿的科学训练
方法和科学研究成果资讯，并在过程
中得到来自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多方
的官方认证和监督。在本次课程之后，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还将每月继续
开展儿童青少年体适能教练员课程，
持续为相关行业造血。

作为儿童青少年体适能行业的补
充，前不久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还认
证了首批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体适
能测试站，11家单位成为首批上海市青
少年体育协会认证的体适能测试站点。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预计还将依托体适能测试站，
开展更多儿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青少
年体适能赛事，通过赛事进一步完善上
海关于青少年的健康促进体系。

从2018年开始，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开始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适

能发展

4月24日，2021年上海市青少年手
球冠军赛（初中组）在宝山少体校落
下帷幕，超过200名运动员汇聚一堂，
上演了一场场高质量的手球对决。

手球运动在上海有着深厚的运
动基础，大约在30多年前，青少年手
球运动就开始在申城萌芽，经过多年
的发展，手球运动陆续走进了上海的
许多中小学以及高校的校园，成为申
城又一项颇具特色的校园体育运动。

如今，作为上海市青少年手球的
金牌赛事，青少年手球冠军赛每年都
会吸引不少队伍前来参赛。赛事组委
会负责人方晖介绍，除了已经结束的
初中组赛事外，不久后将迎来青少年
手球冠军赛（小学组）的比赛。据了
解，光小学组的赛事就已经吸引了38
支队伍报名参赛，比赛规模比起足
球、篮球、排球等热门项目甚至有过
之而无不及。

其实，除了冠军赛、锦标赛这样
的市级比赛，得益于良好的项目氛
围，不少区已开始组织起区级赛事，
通过分层分级的形式，让更多青少年
手球运动员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
手球开展时间较长、水平较高的宝山
区、长宁区，更是有着校际联赛、校内
班班赛，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赛事，
无时不刻可以畅享手球乐趣。

长宁区的建青实验学校是一所
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的15年一贯制学
校。30多年前，手球运动就已经开始
在校园内生根发芽，培养出了一批又
一批的手球人才，其中还有不少运动
员退役后选择回到母校反哺学校手

球运动。靠着一代代人的努力，手球运
动在建青走出了一条体育特色之路。
据介绍，目前手球运动已经全面进入
了学校的体育普及课程。在体育课之
外，每年的5、6月份，学校还会举行手
球联赛，通过班班赛的形式，培育更加
浓厚的手球氛围。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建青不仅走

出了不少优秀的手球运动员，学校本
身更是在全国的学生手球赛事中名列
前茅，提到长宁建青实验学校，不少家
长的第一反应都是“哦，这所学校的手
球真不错。”

而在上海另一头的宝山区，手球
则发展出了另外一条同样具有特色
的道路。2002年，现任宝山少体校校
长的马革怀揣着普及发展青少年手
球运动、发掘培养优秀手球人才的初
心，来到宝山区“拓荒”手球运动，成
立了宝山区学校手球联盟。从最初的
骑着自行车上门，到各学校中为体育
教师普及手球知识，到目前超过60所
学校加盟手球联盟，手球已经成为了
宝山区校园体育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如今，手球联盟每年组织基地学校比
赛近200场，覆盖青少年学生人数近
万人。
无论是宝山还是长宁，手球运动

蓬勃发展的背后，都离不开体教结合
的影子，这两种发展模式，都发挥着同
一种作用，共同推动着上海青少年手
球运动的发展。在方晖看来，未来上海
还将继续以深化体教融合为抓手，探
索市区两级的赛事联动，进一步完善
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

班班赛、校际赛、锦标赛

手球小将总能找到舞台

4月25日，上海市青少年摔跤锦
标赛在杨浦体育馆落下帷幕，500余
名运动员竞技赛场。作为申城最高水
平的青少年摔跤赛事，每年的该项锦
标赛落幕时，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满
意而归，未能发挥出色的运动员难免
泪洒赛场。但对于摔跤运动员来说，走
下赛场意味着重新开始，那些“摔不
倒”的孩子将继续砥砺前行，由此留下
的是他们成长的痕迹。
作为传统的重竞技项目，上海的青

少年摔跤运动过去面临着招生难、家长
对项目不了解等问题，如今摔跤运动在
上海各区遍地开花，蓬勃发展，背后离
不开全新的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的构
建，同样也离不开许多摔跤项目教练员
不辞辛劳的带教和谆谆教诲。

在本次比赛的东道主杨浦区，摔
跤教练员赵斌就是青少年摔跤项目发
展“背后的男人”。20多年前，赵斌和
同样是摔跤、柔道教练员的妻子朱爱
芳选择扎根基层，这一对重竞技的“夫

妻档”，一起去学校选材，共同激励、互
相帮助。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他
们跑遍了全上海近60所中小学。
这几年里，在赵斌的努力下，杨浦

区的上海体育学院附属中学、东辽阳
中学和市光学校，柔道和摔跤两个项
目已经安营扎寨，成了学校的校本课
程，由夫妻俩送教上门。从传统的少体
校训练模式转型，再加上夫妻二人的
辛勤执教让家长逐渐了解了摔跤运
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愿意尝
试摔跤运动，并进一步成为一名运动
员。
在赵斌看来，摔跤教练不仅教的

是体育技能，同样也是运动员人生中
的“领路人”。作为摔跤运动员来说，可
以接受输掉比赛，但在做人方面要做
一个“摔不倒“的人。体育带给青少年
的不止有强健的体魄，同样还有人生
哲学。
除了招生模式外，相比原本少体

校“一条道走到黑”，专心向专业队发

展的训练培养模式，赵斌也更加关注
每个弟子的”出路问题“。20多年来，
赵斌和朱爱芳送走了一届届的孩子。
最让夫妇俩自豪的，是在2013年全运
会上夺冠的上海第一位本土柔道世界
冠军姚玉婷。他们培养的其他的孩子，
也多数进了上海市体育学院深造。还
有不少孩子，因为有一技傍身，或考上
了特警，或成为了老师，也有的继承他
们的事业，成了基层的教练。

为了解决运动员的读书问题，前
不久，杨浦区少体校还与上海市杨浦
职业技术学校达成了合作，定向招收
摔跤队的运动员，并且在校阶段学习
普通高中的课程，为今后队员通过体
育单招进入大学拓宽了通路。通过体
教结合的全新训练体系，摔跤运动在
杨浦区开展得蒸蒸日上。未来，赵斌说
还是要坚持探索深化体教融合，强化
青少年体育训练体系，为上海培养更
多的摔跤人才。

上海市青少年摔跤锦标赛举行

这个项目走出的孩子“摔不倒”


